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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次披道了用扣措也鏡視察中學等輝、安園小輝、家主f峰和毛陌蟬的卵的外形和卵亮的細

微結拘．視察結果表明：迫 4 科蜂鵬卵的形恣、卵亮表面雕紋和受精孔底特微有著星薯的不同．并

X才注些特征在分美上的意文運作了避一步的探討．

美種洞蜂膀，卵亮，扣論也纜

1 51言

．蟬蜘卵的形志及卵亮的細微錯拘在不同的神、厲阿既有軍祟的多祥性，又有穩定的規律

性J研究蟬蟬的卵的特征不仗封神養的盤別有重要意文，而且財于厲、科間的系統遊化美系的

研究也有重要的參考份值．

在蟬蟬卵的研究方面，最早始于 18 世紀歐洲一些掌者封蟬蜘卵的描述，繼而 Morgan 于

1913 年首吹描述了北美 13 神蟬峙的卵， Smith 于 1935 年描述了北美 51 神卵并付洽了 130 神

蟬騰的卵， Koss 于 1968 年財北美 101-科 6J 神蟬鏘的卵遊行了視察，并于 1974 年作了避一步

研究， Gaino & Mazzini, 1984 、 1986, Studemann et al .1988 分別滑歐洲地區一些蟬掰神獎的卵

亮遊行了研究．在圍內，財蟬鵬卵表面錯拘的研究仗見于吳共永(1991)和康世昌 (1994）的披

道．本文首吹披道了中學等蟬、安囡小蟬、京方蟬和毛陌蟬的卵亮在扣措屯鏡下的視察結果．

2 材料勻方法

2.1 材科

中學等蟬雌盟成虫棕本于 1995 年果自福建武夷山區﹔安囡Jj＼蟬雌盟成虫掠本于 19$4 年

果自吉林者安囡主要﹔京芳蟬、毛阻蟬雌盟成虫棕本于 1983 年果自安擻大別山區．以上棕本均保

存在 75% 的乙醇中．

2.2 方法

在安体解剖鏡下， M. 4 神蟬蟬的雌盟成虫的腹部取出卵，分別置于裝有 75%的指管中，用

超育波震葫器弱震藹 2min，清洗卵面，然后用 80% 、90% 、95% 、 100% 的乙醇權被依改脫水，室

溫下自然干燥后，即在真空鍍膜伙中鍍上金膜，然后置于 KYKY-lOOOB 型拍描屯續下道行視

察和攝影．

3 結果勻汁洽

3.1 中學等蟬﹛ Isonychia sinensis Wu & G叫）

卵呈楠圓形，長 260.87µ吼，寬 191.30µm（囡 1)，卵亮表面有件多排列整井的小花收雕役，

．收稱日期：1997-0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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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園小蟬﹛Ephemerella antuensis Su & 

You) 

卵呈楠圓形，長 178. 57µm，寬 139. 29µm. 卵

的一端有一小帽收突起（囡 3），你端帽，端帽呈笠
.. 閉蘭團－

J吠，高 27.14µm，寬 60. 57µm，端帽勻卵体間有一 體聲？

圈較深的縫隙，逐可見有几奈腫索相連（囡 4）.端 ，，...，，＂＂：...， . 

帽花投皇密集的痴牧突起，突起方的～0.77阿 姆眉頭
（囡 5）.卵体亮設呈蟑窩杖，窩孔佳方 l. 43 ~ :''-.iii' 

2.86µm，之間起分布有痴收突起．卵亮表面除亮

設外，運有一科特殊錯拘，該結拘呈棉圓形， t乏

6.84µm，寬 3. 94µm（均方內在），周圍方一圈寬

l.58µm的隆起圍成，中央凹陷赴覆蓋著一小半那

枚物，一端有一孔，孔的底都有 2 小清晰的小孔，

是否均受精孔，有待遊一步研究（圈 6).

3.3 京方蟬（ Ephemera orient.αlis Mclad由n)

卵呈長方形，長 187. SOµm，寬 120. 83µm. 卵

亮上有由突起的脊接連接形成同校的亮設（囡

7）.受精孔巨星膨大的管杖，長約 6.25µm，受精孔

清晰，略呈長方形，長約 2.35µm，寬約 l.17µm（囡囡 1～2 中學等轉 ’。
8). 1 卵 × 400 ﹔2 卵亮的一部分．示表面雕紋和受精
3.4 毛陌蟬﹛Eρhemera maoyangensis Zhang) 孔（備失所指） × 2000

卵呈長方形，長 200µm，寬 120. 83µm（囡 9）.囡 3～6，安周小蜂

卵亮表面有由突起的脊接連接形成蜂窩﹔！犬的亮 3 卵 × 450 ﹔4 卵的一端，示端帽× 1000 ﹔
端帽表面雕紋 × 5000 ﹔ 6 卵亮的一部分，示表

訣，受精孔區明星隆起呈管枝，孔佳方 1. 30µm（囡
「 商雕紋和小孔（俯失且時指） × 5000

10). 囡 7～8 哥哥方婷
視察結果表明，京方蟬和毛間蟬的卵的外形 7 卵× 400 ﹔8 卵亮的一郊分，箭失所指均受精孔

都是長安T形，受精孔區均呈管杖，逛商方面特征的 × 3000

相似性，里示了它的同是蟬蜘厲的共同特征，但二 囡卜10 毛閉蜂
~·~亮的一部分，示表面雕紋和受

者的卵亮表面的雕妓及受精孔的孔形不同，表明
精孔× 2000

它們是同厲但不同抖，里示了神間的差昇性．而把

述兩神蟬鵬勻中學等蟬、安囡小蟬相比較，在卵的形志（包括端帽的有元）、卵亮上的雕投及受

精孔區都有看明星的不同，因方它們既不同厲也不同一小科，表明厲間、科間里著的差昇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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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翠漿等：4 料，事蛤卵亮的封描也鏡視察

此，卵的形志、卵亮表面的雕設及受精孔昆等特征文才轉掰神獎的盤別其有十分重要的意足，方

蟬騰的分美研究提供了有份值的科掌依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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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horion Structure of Four Species of Mayfly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u Cuir。ngφZhu Cha。d。ng®

Abstract This paper d個ls with 出e characteristics of chorion of Isonychia sinensis Wu & Gui, Ephemerella 

autuensis Su & You, Ephemera Orientals Mclachlan and Ephemera ma句且ngensis Zhang, which are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decribed, It is obvious that each kind of egg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 on chorionic 

sculpturing, micropyl缸訂·ea and polar caps.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in the taxonomy of mayfly eggs. 

Keywords mayfly, egg shell,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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